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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动态 

（一）部委动态 

1.中央网信办、农业农村部启动联合制订《数字乡村建

设指南 2.0》 

11 月 18 日，中央网信办、农业农村部联合启动了《数

字乡村建设指南 1.0》修订工作，并广泛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。

据悉，《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.0》将围绕信息基础设施、农业

全产业链数字化、乡村建设治理数字化、乡村公共服务数字

化、乡村数字文化、智慧绿色乡村等方面，进一步完善内容、

丰富案例，更好地指导各地建设数字乡村。 

（信息来源：农业农村部官网） 

2.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在 2022 年世界

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弥合数字鸿沟论坛举行 

11 月 9 日，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在 2022

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弥合数字鸿沟论坛举行。经过多

轮角逐和专业评选，最终 36 件作品获奖。大赛由中央网信办

信息化发展局、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指导，四川省委

网信办、浙江省委网信办、四川省乡村振兴局等 11 个部门共

同主办。大赛自 6 月 24 日启动以来，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

关注，共征集 339 件参赛作品，目标村落涉及四川、浙江、

重庆等 25 个省（区、市），36 件获奖作品涵盖乡村养老、乡

村医疗、农村生态循环、智慧养殖等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，

描绘出数字乡村未来新图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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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向大赛获奖单位代表颁奖（光明网记者 赵金悦摄/光明图片） 

（信息来源：人民邮电报） 

3.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智慧农业典型案例

11 月 4 日，由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编写的《2022 全国智

慧农业典型案例汇编》正式出版发行。为总结推广各地智慧

农业建设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

指导下，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面向全国范围征集智慧农业建

设典型案例，经过广泛征集、推荐报送、专家评审、分类汇

编，遴选出 149 个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智慧农业建设

最新实践成果，编写形成《2022 全国智慧农业典型案例汇编》。 

（信息来源：农业农村部官网） 

4.“信息消费助力乡村振兴”区县行活动（南雄站）拉

开帷幕 

11 月 24 日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起，中国信息通信研

究院、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主办的“信息消费助力乡村振

兴”区县行活动（南雄站）在南雄市拉开帷幕。工业和信息

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杨蔚玲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二级巡视员詹若兰，韶关市委常委、副市长罗晓勤，南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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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书记林小龙参加启动仪式并讲话。 

活动围绕启动仪式、信息消费产品体验展销周、“新农人”

技能培训班三大版块开展，紧扣南雄市人民群众需求，通过

政府与企业上下联动，推动信息消费下行、加速农产品上行、

不断将信息消费的覆盖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，培育农村新

技术新人才，持续优化农村产业结构，利用数字化为乡村振

兴赋能。 

 
图 2 “信息消费助力乡村振兴”区县行活动（南雄站）启动仪式（新华网图） 

（信息来源：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） 

（二）地方动态 

1.长三角区域“数字乡村 E起建”圆桌论坛成功举办 

11 月 24 日，2022 年长三角区域“数字乡村 E 起建”圆

桌论坛在小岗干部学院举办。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局长

王崧作视频致辞，上海市委网信办主任姜迅，江苏省委宣传

部副部长、省委网信办主任杨力群，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

省委网信办主任张才方，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委网信

办主任张杰华分别代表“一市三省”网信办作主旨演讲。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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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三省”网信办负责同志共同签署了《长三角区域“数字乡

村 E 起建”协议书》。 

王崧在致辞中指出，“一市三省”要紧抓数字中国建设新

机遇，更好发挥数字技术的驱动赋能作用，以数字化赋能乡

村全面振兴。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优势，以长三角国家数

字基础设施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契机，努力打造数字乡村协

同发展样板。要深化东西部协作交流，及时总结在整体规划

设计、制度机制创新、技术融合应用等方面的典型经验，带

动全国数字乡村建设迈上新台阶。 

 
图 3 《长三角区域“数字乡村 E 起建”协议书》签订仪式 

（信息来源：安徽省委网信办官网） 

2.广西召开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新闻发布会 

11 月 22 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加快

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新闻发布会。会上指出，广西数

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。下一步，广西将开展以下工作：

一是打通乡村信息高速路，筑牢网络底座。实施通信网络质

量提升工程，持续扩大光纤网络覆盖面，推动 5G 网络在农

村地区规模化部署，推动农村移动物联网覆盖，加快实施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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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广电建设。二是创新数字乡村应用，助力农业产业化升级。

加快在粮油、糖蔗、果蔬、中药材、渔业、林木生产等打造

一批数字农业示范样板。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作业试

验、农产品冷链物流、农村电商发展、农产品溯源管理等领

域的应用。三是统筹数字场景建设，让信息服务更便农惠农。

实施乡村治理数智化工程，实施乡村教育、医疗、数字素养、

文化等领域数智化工程，持续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。 

（信息来源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官网） 

3.“这就是山东|打卡齐鲁数字乡村”网络主题活动启动 

11 月 15 日，由山东省委网信办主办的“这就是山东丨

打卡齐鲁数字乡村”网络主题活动启动。活动以“在二十大

精神鼓舞下”为主题，集纳线上活动专题和线下活动成果，

全面展现新时代山东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画卷。在线

下，深入烟台市、淄博市、滨州市惠民县等三地二级试点（国

家级试点和省级试点），综合运用不同介质的传播形式，展示

典型地区典型成果。在线上，搭建网上主题展览馆，通过试

点榜样、典型案例、政策护航、他山之石等栏目，集中展示

济南历城等全省 12 个不同试点地区的先进做法和典型案例，

以及山东省推动智慧农业发展的先进做法。 

（信息来源：人民网） 

4.2022江西省数字农业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

11 月 2 日，以“数字惠农 智慧兴村”为主题的 2022 江

西省数字农业产业发展大会在抚州召开，大会由江西省农业

农村厅和抚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。江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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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珠峰出席，中国联通党组成员、总会计师李玉焯，抚州市

委书记夏文勇，江西省委农办主任、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、

厅长江枝英致辞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

学部常务副主任喻景权作主旨演讲。会上，任珠峰和李玉焯

共同为中国联通（江西）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揭牌，举行了

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与江西联通、江西农业大学与江西联通、

江西联通与江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战略签约仪式。 

（信息来源：抚州市人民政府官网） 

二、发展实践 

（一）地方实践 

1.浙江省大力推进“浙江乡村大脑”建设 

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进“浙江乡村大脑+浙农系列

应用”体系建设，迭代形成以“11153”核心构架（1 仓 1 图

1 码 5 库 3 能力）为支撑的“浙江乡村大脑 2.0”，按照“一

表一图 N 清单”的方法，开发建设 9 个智能模块。在生猪稳

产保供、渔船防碰撞、低收入农户帮扶等方面，初步实现了

核心业务智能化，形成了平台支撑大脑、大脑支撑应用、应

用丰富大脑的良性互动。截至 2022 年 11 月，“浙江乡村大

脑”已实现省市县三级贯通，日均点击量超 100 万次，累计

归集“三农”数据超 20 亿条，建设三农图层 101 张，“浙农

码”赋码用码超 1 亿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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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浙江乡村大脑 

（信息来源：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官网、浙江日报） 

2.安徽省砀山县积极推动“数字果园”建设 

安徽省砀山县有“中国梨都”之称，果园面积占到了全

县耕地面积约 70%，其将传统梨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数

字乡村试点首要目标，实现增产增收。 

砀山县采取“政府主导，市场化运营”模式共建砀山酥

梨产业互联网服务中心，实现了农业物联网建设、生产管理、

质量控制、监测预警、溯源追踪等监管数据的互联互通。“数

字果园”通过连通管理人员、农业专家与普通农户，提升果

树管理的科学化、数字化、精细化和远程化水平，而且通过

标准化生产，进一步打造了优质酥梨的品牌效应。据统计，

砀山县自 2020 年 10 月启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以来，

“数字果园”普遍比传统果园增产 5%-10%，农资、人工、

管理等方面的成本可节约 15%-25%，综合收益提高 20%-35%。 

（信息来源：央视网） 

（二）企业实践 

1.中国联通 5G助力丘陵山区打造智慧果园 

重庆素有“山城”美誉，山地丘陵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98%，



 

 

 
8 

但山高坡陡、沟壑纵横、地块散碎等客观条件，制约了农业

规模化生产。中国联通利用 5G+无人机、近地遥感、物联网、

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协助青龙村建设智慧果园。通过

数字化建设，一级果品率提高 40%以上，资源利用率和劳动

生产率提高 80%以上，果园亩均增收达 8000 元。 

中国联通聚焦加强生产要素感知方面，优先打造园区可

视化管理平台，建设智能农业生产监测体系；围绕柑橘生长

质量，打造标准化生产管理与可追溯平台；部署高精度矢量

地图，提升农作管理效率。聚焦有效整合数据资源方面，融

合多源异构数据，构建“1+4”模式，即一个数据中心及果园

环境监测、精准管理、远程监控、智能农机等四大功能。通

过全面汇聚融合果园内地块的三维模型数据、环境数据、作

物生理数据、地块属性数据，可提前推测每株树体果实的产

量，并通过遥感特征光谱分析进行智能分析和诊断，实现全

过程精准管护，提升生产管理作业效率。 

（信息来源：人民邮电报） 

2.四川移动千兆数智光网加速大凉山数字乡村发展 

四川乡村地域广、面积大，光纤网络建设以及维护面临

距离远、造价高、维护难等诸多挑战。为了高效建设农村基

础网络设施，四川移动联合华为创新打造农村区域数智 ODN

网络（数智光网），已在凉山成功部署。该方案实施以来，故

障恢复效率提高 60%，单机房每年运维节省 2475 小时。 

四川移动在建设数智 ODN 网络过程中积极谋划，科学

部署。一是资源精准投放。依托于光虹膜技术带来的高精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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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路数据采集能力和高度智能化算法，实现了光纤网络的可

视、可管、可维。二是故障精准定位。针对偏远山区、突发

地质灾害等情况，通过相干检测技术，可以识别主干、配线、

入户段光缆资源，实现光路故障拓扑可视、弱光提前预判、

故障秒级精准定界定位。 

（信息来源：人民邮电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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